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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國中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國王的新衣-夜間版 

一、摘要 

利用照度計測量不同顏色的色紙，測各種顏色的色紙照光反射的亮度，分析到底何種顏色

在黑暗環境下的可被視距離最遠?實驗發現使用附有 LED 燈光照射之 Vernier Go Direct 

Light and Color 無線藍芽型照度計對 50 種顏色的色紙進行照射與測試，30 公分的距離下反

射照度不高，測得約 10Lux；距離愈近，照度越高；相同距離下銀色金屬色紙測得反射照

度最高，其次約為金色、白色、淡黃、淡綠、淡藍、淡紅，最少的是黑色，和網路上所看

到的新聞數據有所不同。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我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有關於夜晚穿著

不同顏色的衣服，探討穿衣顏色的可被

視度之圖片(如圖一)，哪個顏色能夠在

較遠的距離就被發現到而避免事故發

生，我們懷疑實驗的真實性，於是便自

己設計實驗，分析到底哪些顏色較適合

晚上穿，而何種顏色的可視距離最遠？ 

 

 

  

 

 

                                圖一  穿衣顏色的可被視度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由於可見色光之中，黑色吸收所有光線，白色反射所有光線，因此我們假設白色為最亮、可

視距離最遠的顏色，而黑色則是最暗、在黑暗中根本無法看見的顏色。 

再者，由於許多人應為個人穿搭喜好而不願意選擇白色，那麼我們可以取幾種較有代表性、

常見的衣服顏色，我們認為這些顏色之中屬黃色的亮度最高、可視距離最遠的色彩，而又已

愈淺、愈靠近白色的愈亮。本研究主要的探究目的在驗證網路上的一圖，穿衣顏色的可被視

度，是否如上圖中:綠>白>黃>紅>藍>黑? 

實驗假設有下列三個: 

1. 距離相同，顏色愈淺反射照度愈高。 

2. 顏色相同，距離愈遠反射照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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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顏色愈淺測到照度零的距離愈遠。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器材： 

1. 文具店購買的 50 色色紙一包，如圖二。 

2. Vernier Go Direct Light and Color 無線藍芽型照度計(自帶光源) ，如圖三。 

3. 紙箱甲，長 31 公分、寬 26 公分、高 13 公分，在紙箱中央及其中一側割出細縫可抽放

色紙、另一側挖一個比照度計小一點的洞，可放置照度計於洞口外進行測量，其他面皆

密封，避免光線進入，產生一個黑暗環境，如圖四。 

4. 紙箱乙，長 108.5 公分、寬 47 公分、高 19.8 公分，內部貼上黑色海報紙，把箱子切出

一個可開閉的類似門的結構，一端黏上與色紙大小相符的色紙包裝袋，一端保持一個開

口，如圖五。 

5. 100 公分不鏽鋼長尺一支張貼於一照度計紙箱支撐架，如圖六。 

器材 50 色色紙一包 Vernier Go Direct®  Light and Color 無

線藍芽型照度計 

圖片 

圖二 50 色的色紙 圖三 Vernier 照度色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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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 紙箱甲 紙箱乙 

圖片 

           圖四 紙箱甲            圖五 紙箱乙 

器材 100 公分不鏽鋼長尺一支張貼於一照度

計紙箱支撐架 

 

圖片 

     圖六 照度計紙箱支撐架 

 

實驗步驟如下: 

(一) 把色紙至於紙箱甲的一側的縫(約距離色紙 30 公分)，用照度計放在洞口並開啟光源進

行測量，結果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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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不同色紙、相同距離(30cm)所測出的色紙照度值 

色紙編號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照度 

(勒克斯) 
12.9 13.1 11.9 11.5 11.7 10.7 10.9 10.7 10.1 10.1 

(二) 但由於每筆資料的差距不大，無法明顯看出不同顏色之間的亮度關係，於是我們將色

紙移到紙箱中間的縫(約距離色紙 15 公分) ，用照度計放在洞口並開啟光源進行測

量，結果如下表二： 

表二 不同色紙、相同距離(15cm)所測出的色紙照度值 

色紙編號 1 號 2 號 3 號 4 號 5 號 6 號 7 號 8 號 9 號 10 號 

照度 45.3 66.0 10.9 11.1 27.0 14.7 19.5 13.3 12.1 12.5 

色紙編號 11 號 12 號 13 號 14 號 15 號 16 號 17 號 18 號 19 號 20 號 

照度 23.9 13.3 15.9 16.1 22.1 14.1 14.5 17.1 16.3 14.1 

色紙編號 21 號 22 號 23 號 24 號 25 號 26 號 27 號 28 號 29 號 30 號 

照度 14.5 15.7 19.3 21.9 26.3 16.1 16.3 21.1 22.7 25.1 

色紙編號 31 號 32 號 33 號 34 號 35 號 36 號 37 號 38 號 39 號 40 號 

照度 24.9 27.0 29.4 30.8 33.0 33.2 34.0 16.5 22.7 14.7 

但是我們發現紙箱甲長度過短，且因為沒有將內部用成黑色，並不能模擬真實黑暗環境，

於是便用紙箱已進行操作，因為紙箱乙有在內部貼上黑色海報紙，且紙箱乙有足夠長度以

模擬黑暗環境。 

(三) 裁出一個與紙箱乙寬度相同的紙板以避免照度計左右偏移，在用小紙板墊高，在紙板

中央黏上照度計和手電筒，紙板底面則黏上尺，並使照度計前緣對準刻度 0 的位置，

將整個裝置放入紙箱並深入最底部，標記 100 公分的位置 

(四) 開啟照度計光源，透過長尺的拉和推調整色紙與照度計的距離(100 減掉目前位於標記

處的刻度即為色紙與照度計之距離)，測量不同距離(10、20、30......以此類推，直至測

量出的照度小於 1)下各種顏色的光反射照度，結果如下表三： 

表三 不同色紙在不同距離距離所測出的色紙照度值(黑、白為對照組，其餘為實驗組) 

距離(公分) 10 20 30 40 50 60 70 

反光金 38.6 11.3 6.6 3.6 1.8 1.0  

反光銀 54.3 21.7 10.3 4.4 2.2 1.4 0.8 

淺藍 30.8 7.6 2.2 1.0 0.4   

藍 17.1 4.8 1.8 0.8    

深藍 13.1 4.0 1.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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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黃 50.1 10.7 3.2 1.4 0.6   

黃 48.9 10.7 3.2 1.4 0.6   

黃 47.7 10.3 3.0 1.4 0.6   

淺綠 33.6 8.4 2.6 1.2 0.6   

綠 20.5 5.8 2.0 0.8    

深綠 16.9 4.6 1.8 0.8 0.4   

粉紅 30.4 8.0 2.4 1.0 0.6   

紅 24.0 7.0 2.2 1.0 0.4   

深紅 17.1 5.1 1.8 0.8    

白 51.8 10.7 3.2 1.4 0.6   

黑 10.1 3.6 1.6 0.6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1. 由實驗步驟(一)的表一得知，距離色紙 30 公分時，測量出的照度都約為 10 勒克斯，數值

不高。 

2. 由實驗步驟(一)和(二)的表一和表二比較得知，距離愈近例如縮短距離至一半，光從色紙

反射的照度愈高。 

3. 由實驗步驟(四)的表三得知，愈淺色的物體，測出照度大於等於 1 的最遠距離愈遠。 

4. 由實驗步驟(二)、(四)的表二和表三銀色金屬色紙測得反射照度最高，其次約為金色、白

色、淡黃、淡綠、淡藍、淡紅，最少的是黑色 

5. 由上述可知，如果穿著會反光的衣服，則在夜晚被看見的照度較高，也就是說會比較安

全。淺色系的衣服又會比深色系的較好，可被視距離也比較遠，會反光的金屬材質比白

色更優，所以穿黑色或深色衣服的人，為了安全，請混用淺色配件或穿戴一些亮片會較

好呢！夜晚盡量穿著淺色衣服，若穿著深色衣服則最好要有反光標籤，也可以套用在隧

道內、道路路面的標誌。 

晚上穿黑色的衣服，真的是如國王的新衣般，看不見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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